
本报讯（记者 于淼 文 李焱
图）昨晚，国家艺术基金 2015年
度资助项目、由郑州市豫剧院精
心打造的现代豫剧《都市阳光》
在郑州市艺术宫进行结项汇报
演出。

《都市阳光》是一部严肃的现
实主义之作，以新生代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寻梦之旅为主线，描绘
出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和当代都
市众生相，聚焦小人物的心灵世
界，讴歌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

昨晚的艺术宫内座无虚席，
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

唱 腔 博 得 现 场 观 众 的 阵 阵 掌
声。据了解，该剧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后，经过
多次修改加工提高，在主题思
想、人物性格、剧情设计以及舞
美上都有了很大提升，更加浓郁
的豫剧韵味呈现出了不凡的视
听效果。

据悉，郑州市豫剧院《都市
阳光》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扶持的这一年来，完成了各项演
出任务，剧目也得到了一定的提
升，为下一步把《都市阳光》打造
成精品剧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

豫剧《都市阳光》昨晚结项演出

伴随着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的到来，关于阅读的话题
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本报记者
近日深入采访了作家、读者、图
书馆、民营书店等，推出“世界
读书日·我们一起读书吧”系列
报道。今日，带您听一听读者
的阅读故事。他们的故事也许
很平凡，但这一个个普普通通
的读者、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就
仿佛是一朵朵浪花，组成了阅
读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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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民柳俊平来说，书是千金难买的“美颜神
器”，让她成为别人眼中的“智慧女人”，也让她的家庭
处处洋溢书香，充满快乐。

“阅读让我身、心、灵都轻松愉悦，让我的小家庭
更快乐，大家庭更和睦。”柳俊平告诉记者，亲戚好友
每逢双休日便会把孩子送到自己家，这些孩子们在
一起交流阅读心得，各抒己见，家里的文化氛围愈发
浓厚。

柳俊平说，在人生中的各个阶段，阅读都让她
获益匪浅：刚结婚时，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婚姻

中的各种关系，就去阅读婚姻家庭类的书和期刊；
有了女儿之后，她又看起了教育类书籍；近段时间
在做中学生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课题，柳俊平便又开
始阅读与终身阅读、职业规划、审辩思维等相关的
著作。

“书里承载了不同世界，阅读的价值，就在于能让
我们暂时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丰富我们的认知，指
引我们更好地前行。”柳俊平说，阅读的乐趣、益处必
须要亲身尝试才能真正体会，这个读书日，不妨拿起
一本书，与春日共缠绵。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本周日，今
年的“世界读书日”如约而来。为丰
富广大市民业余生活，更好的倡导
全民阅读，我市精心筹备了系列读
书活动盛宴，涵盖讲座、趣味游戏互
动、歌唱、绘画、幼儿教育等多种类
型的活动。

作为“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文广新局主办的“郑州市第十四届
绿城读书节”启动仪式将在本周日在
郑州图书馆开幕。当天，市图书馆力
邀齐岸青、邵丽、王守国、郑彦英等 4
位河南本土文化大咖首度同台做客天
中讲坛，为市民一起聊聊阅读的乐趣
与困惑，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全
程直播，观众可以通过网络与现场嘉
宾直接互动。

本周日，为期 3天的第十届郑州
图书交易会将在嵩山饭店开幕，活动
期间将开展各类公益读书、荐书、售书
活动。而在郑州月季公园，“郑州市第

三届绿城换书大会——和孩子一起阅
读，共建文明书香家庭”活动将设置儿
童图书交换专区，现场布置 2 岁~14
岁的优秀图书 300册以上，家长可带
孩子来进行图书交换。

有了图书交易、交换活动，世界读
书日当天还有特别“惊喜”——“绿城
读书券”发放活动，由绿城读书节组委
会面向郑州市民公开发放图书购书优
惠券，优惠券可于今年底前在市内任
意一家书店使用，抵扣相应金额的购
书费用。抵扣部分由市财政进行补
贴，总发放量为 20万元，有购书计划
的市民不要错过啦。

此外，“一本书的爱心之旅”亲子
阅读活动将于本周日上午在郑东新区
如意湖畔举行，参与市民可以家庭为
单位，携带一本图书，绕如意湖酷走一
圈，到达终点后将图书捐出并换取新
书一册，所捐图书和组委会按 1:1比
例额外筹集的图书将一并捐赠给留守
儿童。

多彩活动迎“世界读书日”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基于由
亚马逊中国、新华网和全民阅读官方网站
联合发起的“全民阅读”大调查所收到的
近 14000份有效问卷以及亚马逊中国大
数据分析，亚马逊中国发布“2017全民阅
读报告”，从阅读量、阅读时间、阅读介质、
阅读目的、阅读内容、阅读场景、阅读分享
等多个维度解析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偏好
和趋势，深度解析了互联网时代大众的阅
读行为和趋势。

从阅读报告整体来看，全民阅读发展
趋势良好，受众的阅读热情和良好的阅读
习惯不断培养，阅读内容及形式也越来越
多样。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年度阅读
数量超 10本，并且 85%的受访者同时使
用纸电两种介质进行阅读，其中，90后和
00后对于电子书的接受程度高于其他各
年龄段，纸电“一起读”成为主流。同时，
78%的受访者选择通过社交平台分享阅
读有关的内容，与网友“一起读”成为数字

阅读时代的独特行为。
亚马逊中国的大数据显示，热门影视

原著依然是畅销书榜的常客，《人民的名
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持续畅销，诗词
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带火诗词类图书。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有趣
的是，阅读也“男女有别”，33%的男性读
者有明确阅读目标，高于女性的 23%。
男性最主要的阅读类型包括更沉稳和更
具有实用性的“科普读物”“历史传记”

“社科人文”和“经济管理”。女性更偏爱
感性一些的文学作品，“悬疑推理”“绘本
漫画”“艺术/设计”“网络文学”和“励志温
暖”等图书类型也受到她们的青睐。

此外，“高大上”的英文阅读已经越来
越走进中国大众的阅读生活。亚马逊中
国的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进口原版电子
书的阅读人数增长 68%。而最受中国读
者欢迎的原版英文电子书是《哈利·波特》
系列。

“2017亚马逊中国全民阅读报告”新鲜出炉

全民阅读发展趋势良好

借豫剧身现两岸情
据介绍，微电影《轩辕谣》在

时间上横跨80年，讲述了一段起
源于民国，却在战乱中被迫天各

一方的爱情故事。一个是出身

梨园世家的玉面郎君，一个是知

书达理的阔家小姐，二人相识于

两小无猜时，相知在青春韶华

中，本可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却
因为战争的爆发被海水阻隔了
音讯，直到霜华满鬓，才终于能
够回归故里。

除了极具看点的爱情元素，
影片还采用了豫剧的表现手法，
向全球的华人传达出同根、同
祖、同源的情感诉求，并通过豫
剧、根亲文化等典型的中原文化
符号，诠释黄帝文化、中华文化。

“今年是第二次打造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献礼影片，我们运用

豫剧的表现形式，是想提取出这一

河南文化元素，用它来承载一段故

事，记录这段历史。”据电影制片

人、郑州电影电视家协会秘书长尚

蔚透露，之所以选择微电影这种形

式，既是因为它生命周期更长，也

是看重它在网络上的传播力。
影片摄制方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微电影这种形式，把具
有代表性的两岸故事升华提炼，
并献礼给拜祖大典，可以更好地
宣传两岸一家亲这一理念。”

原创故事再冲精品
作为河南本土的知名演员、

导演，修庆每次“出手”必成精

品，他以演员身份出演了1996版
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小李广花
荣、2003版电视剧《天龙八部》中
诡计多端的慕容复、玄幻剧《青
云志》中的黑心老人、央视开年
大剧《于成龙》中有情有义的柳
晋阳，其所饰演的每个角色都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导演，丙申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修庆执导的微电影
《回家》反响热烈，不仅荣获中宣
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优秀作品
奖、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金天
使”奖、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
奖”，还被国台办列为“对台宣传
品”。这对再执导筒拍摄《轩辕
谣》的他来说，是压力亦是动力。

昨日探班，正赶上剧组拍摄
爆破戏，修庆执导时认真投入的
姿态与当年拍摄微电影《回家》
时如出一辙，这位“停不下来”的
导演，前一秒还稳坐在监视器前
认真揣摩，下一秒便化身摄像老
师观察机位。

面对记者“为何在《回家》屡
获 大 奖 之 后 ，再 度 执 导《轩 辕
谣》”的提问，他说：“拍这部微电
影的难度很大，但身为河南人，
我希望能多为这片土地做点事
情。在我看来，精品的微电影并
不次于一部真正的数字电影，所
以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我们会
尽最大努力保质保量拍摄完成
《轩辕谣》，争取再出精品。”

据悉，《轩辕谣》将作为献礼
影片，于2018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举办期间展映。

至乐无如读书
本报记者 秦华 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回家》导演修庆再执导筒

《轩辕谣》献礼明年拜祖大典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图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 史
竞男 孙少龙）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
中心官网日前上线，各类版权方可以
方便快捷地进行版权认证、预警、监
测、维权等。

据了解，成立于 2016年 8月的中
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依托第三方
科技公司开发的“指纹特征比对技
术”，利用人工智能搜索、云计算、版权
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能够从海量
信息中快速搜索疑似侵权内容，实现
全作品、全平台、全时段的版权监测、
下线处理、诉讼维权等一站式监测维
权服务。监测范围涵盖了全球 PC全
网、移动APP、智能电视、机顶盒、聚合
APK等所有网络播放平台，并针对云
盘、贴吧、直播平台、P2P 网站等新型
平台通过云平台监测子系统进行分类
监测。

该中心已建立专业的维权运营团
队，将通过“12426”这一平台，为版权
方提供服务，并为国家版权局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提供
技术支持。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表
示，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已经发
生了明显变化，不仅体现在法律和制
度层面，更体现在技术层面，希望该平
台可以为维护中国版权秩序、特别是
网络版权秩序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19日晚，
由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申报的
2016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项目——曲剧《陈三两》在郑州
香玉大舞台首演。

曲剧《陈三两》是“曲剧皇后”张新芳
的代表剧目，自搬上舞台以来，已演出

1500余场。1996年，该剧被中央电视台
“中华戏剧精品库”收录，是河南曲剧的
优秀保留剧目。

此次首演的《陈三两》由河南省曲剧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编，剧中的“陈三两”
由国家一级演员、张新芳大师亲传弟子、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青饰演，此

外，侯庆祥、张转社、邱全福、张付中、杨
帅学、李亚军、毛胜利、罗庆勇等多位国
家一、二级演员、演奏员参与演出。他们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特
别是刘青，几乎是每唱一段都是满堂彩。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是曲
剧唯一的省级艺术表演团体，创编了《游
乡》《掩护》《山鹰》《陈三两》《风雪配》《卷
席筒》《寇准背靴》等多部优秀剧目，涌现
出张新芳、王秀玲、高桂枝、周玉珍、胡希
华、李振乾等一批表演艺术家。近年来，
河南曲剧排演了《五福临门》《阿 Q与孔
乙己》《婚姻大事》《飘扬的红丝带》等多
部剧目，多次在全国获得大奖。

演出结束后，国家艺术基金河南办
公室组织召开了专家研讨会。著名戏剧
评论家、研究员谭静波，豫剧表演艺术
家、一级演员魏俊英，一级舞美设计师李
其祥等纷纷作了精彩发言。大家一致认
为，《陈三两》的首演非常成功，饰演“陈
三两”的刘青表演到位，唱念俱佳，既很
好继承了曲剧张（新芳）派艺术的特点，
又在表演上有所发展。同时，几位专家
也对剧情的细节处理以及服装、舞美等
不足提出了修改意见。

据悉，接下来，《陈三两》将陆续在郑
州、南阳、商丘、开封、周口、新乡等省内各
地巡回展演40场。

国家级版权监测
中心平台上线

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曲剧《陈三两》首演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
日获悉，南美洲文化游记《相思
在马丘比丘——跨越半个地球
的南美之旅》近日由东方出版社
推出。书中记录了作者余义林
19天南美之行的所见所闻，带读
者走进一个真实的南美。

《相 思 在 马 丘 比 丘—— 跨
越半个地球的南美之旅》不仅
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作者在南美
各地的所见所闻，还展现了作
者的所感所思，在马丘比丘追
问印加帝国的命运密码、在无

人鸟岛祭奠苦难的华工，书中
字里行间追问人生，点滴感悟
蕴藏着对生活的思考。

“旅行，说到底是感受一种
别样的生活状态，我以为看看别
人怎样生活，看别人生命中那些
不经意的闪光，会击中你灵魂中
最轻盈最柔软的部分，让你忽然
看到以前被忽略的种种，能反照
自己的生活。”在余义林看来，19
天的南美之行是人生之旅的一
个缩影，他希望能借此书鼓励读
者在人生之旅中不断超越自我。

《相思在马丘比丘》展南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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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们一起读书吧

隔海聆听轩辕谣，木舟载情拜炎黄。由郑州市文联出品，
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河
南玖尚传媒联合摄制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献礼微电影《轩辕
谣》已于本月18日正式开机，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微电影？将诉
说一个怎样的故事？本报记者昨日到中原影视城探班。

阅读因分享而快乐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王大江，他既是一个普通的
读者，更是一个阅读的引领人——他是黄河青年读书
会发起人之一，组织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读书会。
读书会上，他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也在此结识了更
多志同道合、惜书爱书的友人。阅读与他，彼此成就。

喜爱阅读的王大江，早年也曾因为经济条件有
限，而养成了淘旧书的习惯，“最初是在老家攒钱到处
淘，来郑州后，各个二手书店、碧波园、沿河路的书摊
我基本上都去遍了，后来即使是出差去外地，我也经
常逛当地的二手书店。”王大江说，淘旧书需要一本本
仔细翻找，当与一本喜爱的书不期而遇，那种感觉就
像是淘到了金子，甭提多美妙了。淘书成痴，王大江
甚至还多次梦到一直想淘而没有淘到的书。

王大江发起的黄河青年读书会，从最初的寥寥几
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人。这些爱书人经常围绕着一
本书、一个主题畅所欲言，参与者必须是深读、精读本
部作品才能参与其中。“起初成立这个读书会是为了
以书会友，但后来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读者们的精神表
达诉求了。在社会节奏这么快的当下，很多人聚一块
谈谈书、谈谈观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也是一种
减压方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尽管爱书
如命，尽管在阅读中获得了人生至乐，但王大江并不
认为阅读是一件必须做的事，“阅读是人们精神文化
生活的一种方式，有需要、有条件了读读当然好，要是
自己本身就很充实，不读也罢，不必强求。”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
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我国
的古人也留有“书香传家久，耕读继世长”的训示。在

“2016年郑州十佳书香家庭”获得者吴长明一家看来，
阅读是和谐生活的润滑剂，也是升华自我的助推器。

与所有书香家庭一样，吴长明一家三口都爱阅
读，每个人都有详细的阅读计划。比如吴长明，他每
天早上会朗读 15分钟，晚上看书不少于 1小时，外出
时一般会带上一本书，在休息时或乘车时读一会儿。

“读书靠习惯，需要挤时间。”吴长明如是说。
虽然专业主攻机械制造，但吴长明却大爱哲学，

比如我国哲学经典、老子的代表作《道德经》。对于吴

长明痴心老子的做法，其他家庭成员一开始并不理
解，在他们看来，老子思想太过消极，所以劝吴长明尽
量少读，而吴长明却认为老子“道法自然做事，心安理
得生活”的哲学思考是大智慧。

每日茶余饭后，吴长明的“《道德经》趣解论坛”便
开讲了，在他持之以恒地坚持和潜移默化地影响下，
其他家庭成员也与老子“冰释前嫌”。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家人的支持下，吴长明深
读了 300多本不同版本的《道德经》，在思想上独辟蹊
径，写作出版了《道德经宗解》一书，此书获得郑州市
第二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是吴长明阅读成果的生
动证明。

趣读老子大智慧

书是最佳“美颜神器”


